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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北大永續城邦社 

討論議題：永續社團的青年對台灣淨零未來的想像，推展至如何促進 

永續社團與校務體系的協作，共同邁向淨零校園？ 

辦理時間：112年6月28日（星期三） 

辦理地點：台北大學三峽校區社會科學院203翻轉教室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討論結果呈現：大學校園邁向淨零，所遭遇的問題及現況 

 

1、 有些學校科系單一化，難以與淨零掛勾 

2、 學校開設的永續課程制式化 

3、 校園體制保守，難以推動淨零改革 

4、 校園建立 EMS 系統： 

（1） 有些學校裝設了卻未公開 

（2） 大部分的宿舍都尚未裝設 

（3） 即使裝設了也只是單純計算，沒有更進一步的具體行動來改善現況 

5、 廚餘處理： 

（1） 學生隨意丟棄，不知道廚餘如何被處理 

6、 循環食器、公文會議無紙化： 

（1） 跨單位溝通成本高 

7、 校園重大議題之利害關係分析與溝通： 

（1） 只做表面功夫 

8、 太陽能板屋頂、電板： 

（1） 校方預算不夠 

備註： 

1.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

方式呈現。 

2.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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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方誘因不強 

9、 共享運具： 

（1） 調度困難 

（2） 站位不足 

10、 台中一中紅樓問題： 

（1） 學生與校方缺乏共識 

（2） 校方處理人員專業不夠 

（3） 學生與校方權力不對等 

11、 禁用一次性餐具： 

（1） 廠商很多，較難推動 

12、 廢棄物藝術品化： 

（1） 只是製造更多垃圾？ 

13、 校園永續化： 

（1） 公務人員消極 

（2） 校園漂綠 

（3） 空談 

（4） 只是喊口號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討論結果呈現：大學校園邁向淨零，可以嘗試的解決方向 

 

1、 校園培育淨零人才，引進專業永續工作者 

2、 學校開設永續系列課程，並讓永續課程多元化 

3、 校方與學生要能平等對話，才有溝通與後續協作的可能 

4、 校方與學生的意見要能對齊，找出彼此的共識以及共同目標 

5、 先有政策，政府出錢，並持續溝通、向外宣傳永續理念，5年後要改變校園體制 

6、 校方要與學生創造連結，促進參與：學生要做好長期和行政單位經營關係的準

備 

7、 校方與學生找出負擔需求與互利關係 

8、 校園設備進行清點，做碳盤查 

9、 大學發展區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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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概況與結論 

 

一期一會的綠社交流活動於2023/06/28圓滿落幕啦！今年我們將主題定錨在「如何與

校務體系共同推動校園淨零」與來自全台7間大學的永續夥伴們，共同以審議式民主的方

式開啟這場代表世代浪潮的討論。 

 

   活動分為上午場與下午場，在上午場我們邀請各大學永續社團的代表人，上台分享這

學年的社團概況，當中有剛創立不到一年的新團隊，也有已經在校內耕耘五年以上的永續

性組織。透過彼此切磋、交流，以求社群共好。來自輔大的「永續影響力大使社」，在今

年辦了兩場校園市集活動與一場地方培力營，充實的跨部會合作經驗和活動策劃心得，與

現場的跨校夥伴們擦出漂亮的火花；師大「永續出師」在今年則是一連開了十幾場論壇，

串連校外資源與人脈，積極拓荒夥伴關係，為各校的校園永續體系開創全新的想像空間；

而回到北大，我們的「春沐永續生活節」默默地也來到了第三屆。今年的規模更勝以往，

透過前兩年的品牌蓄能，成功攜手企業共同推動社區中的永續生活風格。音樂祭形式的設

計，讓兩天活動突破萬人參與，且與循環餐具商合作，共省下約七千套一次性餐具的浪

費，有如為所有學生永續團隊打了一劑強心針。 

 

   以上的活動經驗分享，都是需要與校內外夥伴積極溝通、嘗試、協作，才會有今天的

成果，而與校務體系的交流更是最直接的夥伴關係。在上午場的最後，我們邀請到臺灣青

年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蔡文培，為大家分享自身在大學時期，透過學生會永續部部長的身

份如何由下而上撬動僵化的校園行政慣性，以及離開校園後，又是如何向外探勘，並帶著

外部能量回到校園持續幫助青年世代。 

 

   下午場與會者分三桌同時進行三項重點議題討論，並以公民咖啡館形式換桌分享及回

饋。三項議題分別為：「請代表青年世代提出臺灣未來20年的重點發展議題。」、「想像中

的淨零未來，呈現著什麼樣的畫面？」、「永續社團與校務體系如何協作推動淨零校園？」

透過聚焦世代聲音，壯大社群能見度，共同尋找問題解方。我們相信下一代如果有解，那

永續議程必須是「全民任務」，從現在開始自發性地培養有使命感、具專業性與執行力的

青年人才，我們就有機會引導下一個世代走向更好的未來。 

 


